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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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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体育部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 ：对伦敦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现 ：伦敦对奥运比赛场馆进行拆除 、改造以及

功能性恢复 ，采用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大了赛后场馆价值 ，充分利用场馆资源开展体育赛事 ，打造专业

化经营管理团队进行赛后专业化运营 ，使赛后场馆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启示 ：场馆规划应充分考虑

奥运场馆赛后的拆除及改造利用 ；采用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并与公益性相结合 ；倡导绿色 、可持续的场馆

利用理念 ；实行相对统一的管理和运营 ，避免单独经营引发的恶性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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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atch Utilization of London Olympic Venues and Enlightenment
JIN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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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orts stadiums in London were dismantled ，reformed and recovered af ter the Olympic Games and adopted
multiple management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sports stadiums with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ams ．The paper propo‐
ses to consider the appropriate dismantling and reform of the sport stadiums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adopt multiple op‐
eration model ，conduct sustainable usage of the stadiums and adopt unified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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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奥运主办城市面临的难

题 ，１９７６ 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出现了 １０ 多亿美元的

亏空 ，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后 ，场馆每年的维护成本多

达 １亿欧元 。这些都说明 ，如果没有科学的赛后管理

和运营 ，势必会给举办城市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

２０１２ 年伦敦成功举办了第三十届夏季奥林匹

克运会 ，这是伦敦第三次举办奥运会 。早在 ２００５年伦

敦申办奥运会成功后 ，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就被提上

了议程 ，伦敦政府为此做了详尽的规划 ，提出了“永续

发展” 、“绿色环保”和“遗产管理”的先进理念 ，并贯彻
到了场馆选址 、建设 、赛中及赛后利用的每一个过
程中 。

1  伦敦奥运会场馆赛后利用的基本理念与方法

１ ．１  科学规划和改造 ，实现可持续发展

伦敦之所以击败巴黎 ，成为 ２０１２年奥运会的举办
城市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其重要制胜手段之一 。伦敦

奥运会场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采用可循

环利用材料 、大量兴建临时场馆和开展大规模赛后改

造等方面 。

１ ．１ ．１  合理规划场馆 ，降低运营成本

伦敦奥组委在场馆设计之初就对各场馆的规模
进行了合理规划 ，在一些场馆中修建了大量的临时座

位 ，这些座位既满足了奥运会的需要 ，也便于比赛结
束后进行拆除 。例如 ，“伦敦碗”在奥运期间可以容纳

８万观众 ，但是只有碗底的 ２ ．５万个永久性座位 ，碗外

围的看台是可以卸载的轻质钢架 ，承载了 ５ ．５ 万个临

时座位 。 奥运会结束后 ，“伦敦碗”被改造成了拥有

３.５万观众坐席的场馆 ，这样大大缩减了场馆的规模 ，

使其更适合承接后奥运时期规模较小的比赛 ，增加了

场馆的使用率 ，并极大降低了常维护成本 。

１ ．１ ．２  充分利用场馆资源开展体育赛事

积极承接和引入多种 、多级别的体育赛事 ，是伦
敦奥运场馆赛后成功运营的重要方法之一 。英国具
有职业体育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和优势 ，奥运会之后

充分利用场馆资源 ，将职业联赛和中小型的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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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场馆运营中 ，更好地维持了日常运营需要 。 例

如 ：“伦敦碗”在赛后改造成了拥有 ３ ．５ 万个观众坐席

的西汉姆联队的主场 ；手球馆在奥运会之后更是成为

了运动员训练以及举办小型和中型赛事的体育中心 。

表 １列举了部分场馆奥运会后的利用情况 。

１ ．１ ．３  功能变迁和多元化的经营管理

伦敦奥组委在各个场馆的设计 、规划 、赛后功能

性改造方面都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按照规划 ，

伦敦奥组委在奥运会结束后将奥林匹克公园改造成

了全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使其更多地服务于社

区 、居民以及游客 ；奥林匹克公园内的曲棍球中心也

在赛后被改造成更加适合社区使用的活动场地 。 伦

敦政府以奥运场馆建设为载体 ，对原本贫困落后的斯

特拉特福德地区进行综合改造 ，创造可持续利用新社

区 。表 ２列举了部分场馆改造和功能恢复的情况 。目

前 ，这些规划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施中 。

表 1  2012年伦敦奥运会赛后继续
举办赛事的奥运场馆情况

场馆名称 体育赛事

奥林匹克体育场 体育和田径比赛

水上中心 水上项目比赛

铜箱馆 小到中型体育赛事

伊顿庄园 高端曲棍球赛事

罗德板球场 板球比赛

温布尔登网球场 网球大满贯赛

布兰兹哈奇赛道 运动赛车

考文垂市体育场 足球赛

伊顿多尼水上中心 赛艇比赛

汉普顿公园球场 世界大型的足球赛

李谷白水中心 皮划艇比赛

加迪夫千禧球场 威尔士足球队主场

老特拉福德球场 曼联主场

圣詹姆斯公园球场 纽卡斯尔主场

韦茅斯波特兰港 帆船帆板

表 2  2012年伦敦奥运会赛后改造 、拆除以及恢复原功能的场馆分类情况

场馆名称 性质 赛后利用方式

奥林匹克体育场 、小轮车场 、铜箱馆 、自行车馆 、伊顿庄园 、李谷白水中心 、汉普顿公园球场 新建 、永久性 改造 ；增加使用功能

篮球馆 、水球馆 、格林尼治公园 、海德公园 、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 、哈德雷庄园 、滨河体育场 、

皇家炮兵军营
新建 、临时性 拆除后重新利用

伯爵宫 、林荫路（临时性） 、Excel国际会展中心 改造 、永久性 恢复原功能

汉普顿宫 、罗德板球场 、北格林尼治中心 、温布利体育馆 、温布利体育场 、温布尔登网球场 、布
兰兹 —哈奇赛道 、考文垂市体育场 、伊顿多尼水上中心 、加迪夫千禧球场 、老特拉福德球场 、圣
詹姆斯公园球场 、韦茅斯波特兰港

现有 、永久性 恢复原功能

注 ：对于改造临时性和部分临时性的场馆没有统计在内 。
 

  伦敦奥组委在赛后积极扩大场馆的使用价值 ，与

赛事 、训练 、文化及公益活动相结合 ，充分发挥奥运场

馆赛后的多元化功能 ，形成多元化的体育产业区 。例

如 ，水上中心不仅对专业运动员开放 ，更面向社会 、俱

乐部 、学校等人群 ，使水上中心建设得更加公众化 、人

性化 ；铜箱馆是配备了更衣室与咖啡厅的健身俱乐

部 ，成为多功能的健身场所 ；北格林尼治中心在赛后

成为了一个集体育 、音乐和娱乐为一身的休闲场所 。

另外 ，奥林匹克体育场在继续用于体育和田径比赛的

基础上设计得更具灵活性 ，使其可适应文化和社区活

动多种不同的需求 ；小轮车场的赛道在赛后被重新规

划以适应社区的使用要求 ；自行车馆在赛后加建了一

个公路自行车赛道和一个山地车赛道 ，成为面向当地

社区多层次人群使用的自行车公园 。 综合上述利用

情况 ，我们看出 ：伦敦充分利用场馆资源 ，依托体育赛

事本身 ，逐渐形成了一个集体育 、休闲 、娱乐 、文化和

社区活动为一体的多元化运营模式 。

１ ．２  合理利用清洁能源和循环材料 ，实现绿色环保理念

在竞争 ２０１２年奥运会举办权时 ，伦敦奥组委打出

的“环保牌”成为赢得竞争的关键因素 。他们制定了

详尽的计划 ，如使用低碳材料建设奥运场馆 ；临时场

馆拆除后 ，建筑材料的再利用等 。绿色环保的理念也

作为重要标准融入伦敦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当中 ，

力求对环境影响最小化 。

首先 ，使用大量的“临时场馆” ，便于拆除 ，是绿色环

保理念实施的重要手段 。 “临时场馆”按照绿色环保的

理念进行设计和规划 ，尽量少地使用建筑材料 ，尽可能

就地取材 ，减少或者避免不可再生材料的使用 。赛后这

些临时场馆被拆除 ，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 。伦敦市政府在奥运会后拆除了东伦敦的 ２００多座

建筑 ，有 ９５％ 的拆除物被回收和利用 ，超过了 ９０％ 循环

利用率的标准 。除“伦敦碗”之外 ，还有篮球馆 、李谷白

水中心 、格林威治公园和海德公园等场馆的临时座椅 、

临时建筑等也被拆除 ，被拆除的材料按照永续 、环保的

理念被运到英国其他地区重新投入使用 。

其次 ，场馆注重节能和环保 ，为赛后利用减少了

成本 。如自行车赛车馆的建设就充分考虑到绿色环

保 ，屋顶采用天窗设计 ，在白天可以直接利用自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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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照明能耗 ；手球馆的雨水收集系统也大大增加了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 。这些绿色环保的手段大大减

少了奥运场馆在赛后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

为场馆的进一步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础 。

最后 ，各比赛场馆在赛后继续加强了绿化和环保

建设 。奥运公园里的场馆建筑都是按照最高的环境

标准建造的 ，赛后首先成立的就是专门的垃圾管理公

司 ，确保其赛后利用的绿色环保 。伦敦奥运村在赛后

被改造成拥有３ ８００栋房屋的城市居住区 ，恢复和保留

起初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打造成新的城市绿地 。正像

伦敦奥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 ·科勋期待的“将这块土

地建设成为一个包括运河 、水道和绿地的‘水城’” 。

１ ．３  团队化 、多元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践行奥运场馆

遗产管理理念

  伦敦奥运的遗产管理是伦敦奥运会场馆赛后利用

的亮点之一 ，成为指导伦敦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重要理

念 。实际上 ，早在 ２００６年 ５月 ，伦敦奥组委主席科勋就

表示伦敦奥运会的九成意义在于奥运遗产 ，遗产管理自

然而然地成为伦敦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重中之重 。

２００９年成立的伦敦奥运遗产运营公司 ，专门负责

运营奥运遗产 ，包括对比赛场馆赛后的商业化运营以

及奥运村的廉租房改造等 ，共同构成了商业和公益相

结合的奥运遗产管理应用方式 。以东伦敦奥运村为

例 ，Taylor Wimpey 和 London & Quadrant 公司 ，在

赛后被选中承接伦敦奥运区域的重建工作 。 在赛后

的 ２０年内 ，这两个公司将持续投入 ３亿英镑在奥运村

及周边建设１１ ０００套新屋 ，包括廉租房 、新型城市居住

区 、学校 、医院等 。伦敦奥运会比赛场馆以奥运遗产

公司为运营主体 ，积极进行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 ，合

理推行场馆作为奥运遗产的赛后利用 ，而就业 、培训 、

社会服务和增加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是该公司

实行商业运营的核心内容 ，体现了奥运遗产管理中商

业与公益并重的理念 。

2  伦敦奥运会比赛场馆赛后利用的启示

２ ．１  充分考虑奥运场馆赛后的拆除及改造利用

伦敦奥运会在赛后对十几个场馆进行了拆除以及

改造利用 ，解决这些场馆现有功能得不到利用或者很少

利用的窘境 ，既有利于缓解奥运负债 ，也节省了场馆的

日常维护费用 。对于赛后用不到或者利用价值非常小

的场馆 ，可以建造临时场馆 ，赛后又可以拆除另作他用 。

对于奥运举办城市或者地区已经有的场馆不论是体育

场馆还是非体育场馆 ，要集思广益进行改建 ，使其适合

举办奥运赛事 ，在赛后进行简单的改建或者拆除临时建

筑 ，可恢复原功能 ，节约资源 ，省钱又省力 。

２ ．２  采用多元化运营模式 ，与公益性相结合

采用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大赛后场馆价值是伦

敦奥运会场馆赛后利用的有效方式 ，而运营与公益性

相结合 ，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奥运会场馆在奥运

会结束后逐渐成为人们眼中奥运精神的载体 ，人们希

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体验奥运精神的真谛 ，进行体育活

动 、休闲娱乐以及社区活动 。伦敦奥运会在这方面的

努力启示我们 ：奥运场馆的赛后运营要与公益性相结

合 ，不能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要充分

考虑社会的需要 ，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实现社会

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

体育价值观 。

２ ．３  倡导绿色 、可持续的场馆利用理念

伦敦奥运会从申办到举办再到奥运场馆赛后利

用 ，一直坚持永续发展 、绿色环保的理念 。绿色 、可持

续的场馆利用成为伦敦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最大特

色 ，也是奥运史上最环保的场馆利用 。当今世界对资

源和环境的索取越来越大 ，回报却甚微 ，长此以往不

利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 。为了人类的延续 ，也为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应该倡导绿色 、可持续的场馆

利用 。伦敦把奥运村改造成新的城市绿地 ，恢复和保

留起初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使其更适宜人类生存和居

住 ，开启了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新篇章 。 因地制宜 ，

对赛后奥运场馆利用进行绿色 、可持续的开发利用 ，

不仅可以缓解奥运工程对环境的破坏 ，有利于对环境

的保护 ，而且也有利于场馆的合理开发 ，促使场馆资

源长期持续性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

２ ．４  承办体育赛事是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最佳选择

举办体育赛事是体育场馆最本质的功能 ，伦敦奥

运会场馆建设与赛后利用的范例证明 ，把职业体育赛

事融入奥运场馆建设规划及赛后长期的运营管理当

中 ，是双赢的举措 ，既使奥运场馆设施得到了有效利

用 ，又促进了多级别 、多项目体育赛事的开展 。

２ ．５  对场馆的赛后利用要实行有效管理和运营

纵观伦敦奥运会赛后场馆的利用 ，有奥运遗产公

司 、奥林匹克公园遗产公司 、利谷皇家公园管理处等

专业的管理团队 ，对场馆实施运营 ，这告诉我们有效

管理和统一运营对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具有重要意

义 。随着现代奥运会的成熟发展 ，各主办城市逐渐达

成共识 ，多元化的经营道路成为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

主要手段之一 。专门的管理团队和高级专业人才对

场馆实行综合开发利用和管理运营 ，可以合理配置体

育场馆资源 ，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开发各场馆的自身优

势 ，有效避免单独经营引发的竞争和排挤 。

（下转第 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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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体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子系统 ，其发展需要和社会

发展保持适应性 。为此 ，需要改革我国农村体育财政制

度 ，对农村体育财政在体育发展领域的分配进行调整 ，

以便让有限的体育资金可以发挥更为合理的效果 。此

外 ，我国农村体育还应充分留意本地区在贯彻执行中央

政府与省市各级政府体育部门的体育投资政策 ，通过多

种形式提升本级财政对农村体育的投入 ，优化体育财政

审计制度 ，借此为本地农村群众体育发展事业的进步提

供更多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

２０１７年开始 ，山东省一些地市级审计局 、体育局

和农村事业发展管理有关部门针对农村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问题进行了重点监管 。要求农村体育发展资

金要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投入为主 ，以社会筹资为

辅 ，让发展资金能够更多地用在器材配置方面 ，借此

形成了较为合理 、更加稳定与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 。

同时 ，把农民体育发展事业纳入到党委和政府的议事

日程当中 ，针对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了总体

规划 ，相关资金纳入到财政支出预算当中 ，极大调动

并激发了农民参与体育设施场地建设的积极性与主

体性 。而为了让资金投入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各地审

计部门要求严格落实发展资金的使用监督和审计制

度 ，以保证做到专款专用 。 为此 ，当地与有关方面签

订了农村体育发展协议书 ，把发展资金 、设施与器材

纳入单位产权管理范畴 ，很好地预防了资产流失 。

２０１８年 ４月 ，山东省有关部门对部分农村地区体育发

展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整体验收 ，大部

分地区的实施效果都很显著 ，而对那些未依据体育

局 、审计局等部门相关要求建设完工的农村体育项目

进行了通报 ，取消其下一年度的参评资格 ，类似项目

也酌情核减或者不予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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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申办成功得益于其“永续发展”和“遗

产管理”的新理念以及“环保牌”的合理利用 ，这也成

为了伦敦奥运会场馆规划 、建设和运营的基本理念 。

通过对伦敦奥运会的场馆赛后利用进行研究 ，我们可

以看出 ：伦敦通过对奥运比赛场馆进行拆除 、改造以

及功能性恢复 ，并采用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扩大赛后场
馆价值 ，以及充分利用场馆资源开展体育赛事 ，并打

造专业化经营管理团队进行赛后专业化运营 ，使赛后

场馆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据此有如下启示 ：场馆规

划要充分考虑到赛后的拆除及改造利用 ；赛后场馆要

采用多元化的运营模式 ，并与公益性相结合 ；倡导长
期绿色 、可持续的场馆利用 ；承办体育赛事是奥运场

馆赛后利用的最佳选择 ；对场馆赛后利用要实行相对

统一的管理和运营 ，避免单独经营引发的恶性竞争 。

这些启示 ，对我国体育场馆建设 ，特别是北京冬奥会

场馆的规划 、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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